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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伴随着中国植物生理学会的成立、发展和壮大而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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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植物生理学会从成立、发展到壮大已经

过五十年的历史, 为我国植物生理学及植物分子生

物学的发展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学会成立

五十周年之际, 我衷心祝贺我们的学会在二十一世

纪将会得到更大的发展, 发挥更大的作用。

我非常有幸在1963年, 见证了中国植物生理

学会的成立, 而且学会成立大会对我开始从事光

合作用研究具有特殊的意义。

1962年我从前苏联莫斯科大学研究生毕业后, 
分配在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植物生理室工作。

在莫斯科大学作研究生时, 我主要从事赤霉素对代

谢的影响的研究。论文答辩后, 我利用一个月左右

可以休假的时间到列宁图书馆查阅文献, 几乎把在

列宁图书馆中能查到的有关赤霉素研究的论文都

收集了, 准备回国从事赤霉素作用机理研究, 并打

算大干一场。抱着满腔的激情回到了祖国, 由国家

科委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工作。当时分

配在崔澂先生名下作研究, 他给我的研究课题是微

量元素锰对水稻的增产作用。虽然思想斗争很激

烈很痛苦, 不能继续做赤霉素作用机理的研究, 但
当时必须服从组织的分配。1962年我在北京良乡

农校的教学实验农场水稻田蹲了一个夏天, 作水稻

田间施锰肥的实验。由于重复之间的差别大于处

理的差别, 一个有用的数据都没有拿到。秋天回到

实验室, 听说明年(1963年)要成立中国植物生理学

会, 成立大会要举行学术报告会, 我怀着激动的心

情下决心要参加这次大会。拿什么工作去参加

呢？崔先生给了我宽松的环境, 我除了规定动作, 
必须继续进行锰对水稻增产作用的研究, 同时我还

可以有自选动作, 他同意我在实验室开展锰的生理

作用研究。我开始查阅文献, 当我在莫斯科大学学

习时, 参加了在莫斯科大学召开的世界生物化学大

会, 我带回一套大会的论文集。其中一个论文专集

是光合作用, 反映了当时国际上光合作用研究热点

是希尔反应和光合磷酸化。我就决定从锰在光合

作用中的作用入手, 研究锰在希尔反应和光合磷酸

化中的作用。可是当时, 国际上研究微量元素生理

作用的方法, 都是溶液培养, 缺乏某个微量元素研

究相关的功能活性是否降低。但当时我的时间紧

迫, 要利用一个冬天和一个春天做出一些工作出

来。我一边在温室培养缺锰植物, 但过程很慢, 很
难很快开展研究。当时我推测(实际上是一种逆向

思维): 正常植物加锰是否能提高相应的功能活

性。于是就在培养箱中将培养7天的小麦幼苗, 采
用根系吸锰、叶片吸锰及叶绿体体外加锰的不同

处理方式。在加锰处理方式确定以后, 实验设备和

条件又成了问题。因为叶绿体制备需要冰冻离心

机, 但是我们当时没有冰冻离心机, 只好把T14型
高速离心机搬到冰库中制备叶绿体, 同时又没有国

外进口的灵敏的分光光度计。由于当时植物所在

动物园旁, 所外马路整天电车运行, 电压非常不稳

定。国产的72型分光光度计, 白天测定由于电压不

稳, 拿不到一个稳定的数据。只好在每天夜里12点
以后, 动物园外电车停止运行, 电压稳定后方可测

试。经过一个冬天和春天的日日夜夜, 我和我的同

事杨崇年、王德龙终于完成了预定的实验计划, 结
果证明了三种处理都能提高希尔反应及非循环式

光合磷酸化的活力, 说明锰参与到光合放氧的功能

中。同时说明锰在体内主要是一种结合的复合物

的方式参与放氧的功能。拿着这些结果参加了全

国植物生理学会成立大会, 并在分组会上做了学术

报告, 得到了肯定。从这以后, 就开始了我长达半

个世纪的光合作用研究, 所以至今我记忆犹新。中

国植物生理学会诞生, 对我一生的科研发展意义非

凡。在长达半个世纪的过程中, 我一直是学会的会

员, 并承担过学会的某些职务。学会组织的国内、

国际学术活动都培养和锻炼了我, 实际上我是伴随

着学会的成立、发展、壮大而成长的。今天在学

会成立50周年之际, 我衷心地祝愿学会在今后中国

乃至世界的生命科学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再创

辉煌。


